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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国建是新郑市中心城区新区常庄社
区的二级网格长，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跟
领导汇报完近期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开展
情况，准备进村入户了解情况。

常国建原本是常庄社区的主任，自新区
开始实行网格化管理后，他的工作性质变成
了双岗双责。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有了新

“头衔”——网格长。
“有事您说话！”这是常国建经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今天他走访的第一户是居
民牛国保家，一进门，常国建就问起了家里
有什么事情、新通的自来水用着怎么样等
问题。

据牛国保介绍，常庄社区的居民家家户
户都打有井，但由于村里的井普遍都使用了
很多年，而且早期的井相对较浅，群众逐渐
面临吃水困难的问题。在了解居民的诉求
后，常国建就和网格其他人员及时向有关部
门反映，仅用了 20 多天时间，村里挖了深
井，铺设了自来水管道，顺利解决了吃水难
的问题。

打开了话匣子，牛国保还告诉记者一件
事：自己和邻居唠嗑，说路边的一处花圃生
了虫，看着扎眼，寻思着什么药能治。没想
到这句“唠嗑话”传到了网格长耳朵里，第二
天就有人过来喷药了。牛国保说，“网格化”

后，不光居民不用去社区了，他们的办事流
程也简单了，有啥事直接找网格长，不用层
层上报。

所有网格下沉服务人员每天都在社
区、村庄、学校穿梭，及时了解群众诉求，跟
进解决。“之前是在固定地点办公等群众

‘找上门’，现在变成我们工作人员主动到群
众家‘找上门’。”常国建笑着说。

一上午的时间，记者跟随常国建走家串
户，每到一处，他都会耐心向群众讲解网格化
服务内容，经过粗略统计，即便是十分顺利，
他走访一户至少也得半个小时。回到社区办
公室，常国建也没有休息，及时将收集的问

题一一记录在网格日记中。
下到网格里的不光是社区工作者，还有

片警、巡防人员、公益岗位以及志愿者。这
样多职能部门做到“联动”，多股力量形成

“合力”，也便于在及早发现问题的同时，尽
快地解决问题。

“我们有事没事就是下乡去。”常国建
说，“我们就是要做好网格管理的‘末梢神
经’，及时感知。”

目前，中心城区新区共建立1个一级网
格、8 个二级网格和 58 个三级网格，辖区居
民在网格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已经可以做到

“小事不出家门，大事不出管委会”。

“有事您说话”
记者 陈扬 通讯员 张燕萍

形容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常用“芝麻开花节节高”这
句话，但对于新郑市观音寺镇林庄村村民来讲，他们更喜
欢用“坐火箭”来比喻。追根溯源，还得从村党支部书记
林伟轩说起。

“在 2008 年村级改选时，很多父老乡亲前来找我，让
我回老家带他们一起致富。那时，我心里非常乱，因为当
时我的企业正处于蓬勃发展和扩张的时期，可是在父老
乡亲和党员干部的劝说下，我下定决心回来带他们一起
致富。”从那一刻起，林伟轩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开始了带
领村民致富的征程。

林庄靠近山区，缺水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08 年
抗旱结束后，林伟轩并没有松口气，而是想到了村民吃水
问题。“之前俺村里打了眼深井，经过检测，井水十分洁
净，而且富含矿物质，这让我萌生了建水厂的想法。”于是
通过招商的方式，林庄村建起了第一个村办企业——纯
净水厂。这让群众吃上了放心水，而且只拿一半钱，水厂
的收益也归集体所有，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

村办企业让全村人看到了致富的曙光，也给了林伟
轩无限动力。为了给村里多抱几只“生金蛋的鸡”，就在
2009年春节，村两委班子、村民代表和村里的致富能手连
着开了几次会，讨论村里下一个项目做什么。通过研讨，
大家把目标锁定在了“PVC塑钢瓦”上面。这个产品林伟
轩很熟悉，他告诉大家，这些产品大都来自广州，周边的几
个省市就没有生产厂家。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产品，林
伟轩开着自己的车，和几个村民代表去武汉、太原、西安等
地考察市场。通过实地考察和成本核算，大家一致决定：
干！就这样，大家以入股的形式办厂，经过5个月的筹办，
PVC塑钢瓦顺利投产。

村办企业很快为村里赚到了第一桶金，村民们也切
实享受到了实惠，这些钱有的用来修路，有的用来补贴贫
困户，所有钱的用途都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所有账目
都通过村务公开张榜公布。

走在林庄村里，很多老年人看到他们的支书，都会劝
说：“孩子，别提那么大劲，慢慢来，别整天劳累个不停！”这
个时候林伟轩总是笑着说：“没事，我年轻，现在我不干什么
时候干，你们年轻时下多少力，吃多少苦，我这算什么。”

在抓经济的同时，林伟轩也想到了如何抓村里的精
神文明建设。2010年春节，村里研究出台了新的《村规民
约》，决定每年年底评比好公婆、好媳妇各两人；评出两名
村里常做好事的人，不论老少……“我们要在村里提倡一
种重德行、知荣辱、明礼让的风气，主题是礼貌和团结。”
林伟轩说。

未来充满了希望，林伟轩说到自己的信念就是：“父
老乡亲不过上幸福生活，我决不甘心。”

迎着初升的朝阳，一辆医护车缓
缓开进了新郑市郭店镇新李营移民
新村。车上的扩音器传出的甜美声
音，让村民们放下了手头的碗筷，纷
纷走出家门。原来，是河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的党员志愿者给村民们义诊
服务来了。

“健康送到移民村·志愿服务我
先行”的条幅悬挂在了村卫生室门
前，室内也很快准备就绪，党员志愿
者们迅速投入到工作状态。村民们
也陆陆续续来到了义诊现场。

“大娘，您的血压略有些高，偶
尔出现这种情况不用紧张，您到这边
我们再为您做个心电图检查。”内科
医生杨霞微笑着说，虽然昨晚上了夜

班，但是今天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
了义诊现场，“我是医生，我是党员，
志愿者义诊服务应该从自己做起。”

该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
方面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者服务精神，另一方面也为了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我们举办了这次活动，
真正把健康送给大家，为和谐社会的
构建添砖加瓦。”

在新李营移民新村小学，小朋
友们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健康教
育课。利用学校的多媒体“班班
通”，志愿者讲解了“手足口病防治”
的相关知识，让小朋友在轻松愉悦
的气氛中明白怎么预防手足口病的

发生。学校老师告诉记者，穿着白
大褂的医生在课堂上讲课，形式很
新颖，讲的知识也很有用，孩子们积
极性很高。

义诊现场，李利群大爷正驻足
在宣传栏前看最新一期的健康知识
海报，还边看边记，这期的内容是高
血压及冠心病的防治。像这样的健康
海报，省二院在周边乡镇的各个村子
都有张贴。海报结合当地多发病、常
见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精心设计、定
期更新，将健康知识传送到村民手头
心间。

一上午的义诊，志愿者共服务
了 300 余名村民，发放礼品、健康手
册500余份。

移民村里来了义诊服务队
本报记者 李伟彬高凯 实习生 杨淑慧 通讯员 李伟博 文/图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秦四海）近
日，新郑市龙湖镇人民政府、河南卫生职工学院和
新郑市交巡警大队六中队在龙湖镇镇区主要交通
路口举办“文明交通·畅通出行”活动。

此次活动是河南卫生职工学院与龙湖镇文明
共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龙湖镇提升居民群众素
质的主要内容体现。活动旨在倡导广大群众自觉
遵从“六大文明交通行为”，摒弃“六大交通陋习”，
抵制“六大危险驾驶行为”。

活动中，河南卫生职工学院的30名学生志愿
者和部分职工党员志愿者代表，与六中队民警一
同走上街头，指挥交通，劝阻不文明行为。活动还
印制“文明交通”倡议书1000余份。

下一步，龙湖镇政府将联合更多的高校、企业
参与到“文明交通·畅通出行”等活动中来，共同创
造和维护安定、文明、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为龙
湖镇居民群众素质的提升做出更多积极引导。

“三农”小贴士

当前玉米苗期
管理技术措施

夏播玉米，苗期经常发生缺苗断条、高低不齐
的现象。要克服这种现象，一定要抓好苗期管理
技术环节。下面提出以下几点技术措施供参考。

一是针对已经播种的地块要抓紧进行抗旱浇
水，确保苗全苗匀。

二是认真细致地做好玉米田化学除草。在
土壤墒情较好的地块采取播后苗前除草。在喷
药前，可先清除田间残留的秸秆、苞叶和塑料膜
等杂物，搂干净，集中到地头，挖坑深埋，铲除害
虫隐藏环境，否则杂物易滋生虫卵，也会影响封
闭除草质量。高麦茬地块在计算好除草剂用量
基础上，要增加用水量，每亩药液量 40~45公斤，
均匀喷洒地面。

三是防治病虫害。玉米病虫害种类多，危害
重。特别是近几年新发或突发性病虫害较多，如
玉米粗缩病、粘虫、玉米螟、二点委夜蛾等，发生较
重，并有蔓延的趋势，极易造成严重损失。要遵照
治早、治小、治了的原则，选准选对农药(高效、低
毒、低残留、生物农药)，掌握关键时期，大面积开
展综防统治，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小限度。防治
粘虫、烟青虫、二点委夜蛾等，采用高效氯氰菊酯、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乳油全田均匀喷雾。为提高
杀虫效果，可以混加抑太保乳油。喷杀成虫可结
合喷施封闭型除草剂一起进行。防治玉米螟用辛
硫磷、二嗪磷颗粒剂。玉米蓟马、灰飞虱可用吡虫
啉、溴氰菊酯、氰戊菊酯等菊酯类农药防治。同时
注意田边、沟边喷药防治。

四是注意及时查苗、补苗。夏玉米播种后应
及时查苗、补苗。同时还可以采用移栽的方法来
补苗，移栽时间应在下午或阴雨天气进行，最好带
土坨移栽，并逐棵浇水，以提高成活率。如缺苗较
多，可用浸种催芽的种子坐水补种。

五是及时间苗。改以往三叶间、五叶定为 5
叶间苗、6～7叶晚定苗，可增加保苗率。间、定苗
时一定要连根拔掉，避免长出二茬苗，并做到“四
留四去”，即留壮苗去弱苗，留纯苗去杂苗，留健苗
去病苗，留扁茎苗去圆茎苗，实现苗全、苗匀、苗
齐、亩壮。按留苗密度和行距确定株距，若中间缺
株时，两边或左右邻行可留双株。

六是追施提苗肥，促进幼苗生长。对没有施
种肥的地块，要及时追施提苗肥，每亩可施磷铵
10~15 公斤、尿素 10 公斤、氯化钾 5 公斤，以满足
玉米苗期对养分的需求，促其健壮生长。

本报记者 边艳高凯 整理

村支书的信念
记者 轩宇

龙湖镇举行
“文明交通·畅通出行”活动

①辛店镇柿树行村村民吴栓正在为自家核
桃树疏果。2005年她家在山上承包了8亩地，全
部栽上核桃树，如今有5亩核桃已进入成熟采摘
期。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按每亩产量2000
斤青果计算，她家今年就会有20000元收入。

②当前正是玉米、花生幼苗成长的关键时
期，新郑市积极引导农民对刚刚播种的秋苗
进行浇灌，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图为该市和
庄镇陶庄村村民正在长出花生幼苗的麦茬地
浇水补墒。

③在梨河镇前吕村，一台大型喷杆喷雾机
在田间作业，这种喷洒长度为12米的大型植保
机械能在1分钟内喷洒一亩地面积的除草剂。
农业的机械化已成为“三夏”生产的主力军。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沈 磊 摄

“三农”资讯

休闲农业迎来
全新发展机遇

日前，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大赛华东分赛
活动在浙江省天台县开幕。开幕式上还宣布了大赛
评出的50件金奖作品，80件银奖作品，100件优秀
奖作品。其中台州市天台山艺术葫芦获大赛金奖。

天台山艺术葫芦将葫芦文化与天台山文化相
结合，以天台山佛教代表人物济公、和合二仙以及
观音、弥勒佛、财神等人物形象为模型，区别传统
的浮雕范模工艺，采用圆雕范模工艺模式，使葫芦
自然生长成人物造型的工艺美术品,是一种种出
来的艺术。

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深山菇业休闲农场建
设基地”获得了“园区创意”优秀奖。深山菇业休
闲农场以食用菌示范基地建设为主，集观光、餐
饮、休闲、娱乐于一体，致力于发展成为现代化菌
菇休闲农庄。此外，该农庄还依托美丽乡村自然
景观，以特色民俗和农事体验、先进农业科技为特
色，打造“低碳园区”、“现代园区”和“科技园区”，
形成“春寻洋背山花，夏游清幽山溪，秋看金海田
园，冬玩农家百事”的美丽乡村景点。

“创意提升农业、休闲改变生活”，今年农业部
以此为主题，组织开展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推
介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休闲农业的文化软实力
和持续吸引力。休闲农业源于农业，建在农村，惠
及农民，融通城乡，是亿万农民创造的新型产业形
态和新型消费业态。

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休闲农业投资产值率
达 61%；2011 年，全国农家乐已超 150 万家，规模
以上休闲农业园区超过 2 万家，年接待游客人
数超过 6 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 1500 亿元，带动
1500 万农民受益。各地的实践表明，休闲农业
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适应市场需求、蕴藏巨大
潜力的朝阳产业，是一项利国利民、一举多效的
新兴产业。发展休闲农业能够使农业变成快乐
高效的产业，农村变成美丽和谐的家园，农民变
成富裕而有尊严的群体，让城乡居民以休闲、劳
作、收获的方式体验农耕乐趣，缅怀田园生活、
品味农业情调。 晨阳

“手足口病防治”的讲座结束后，志愿者还给同学们分发了学习用品，鼓励小朋友们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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